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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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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当代艺术，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之后，近两年迎来

了最严峻的挑战，不管是创作还是市场，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，这也让我们可以

更理性的来看待它，同时也审视什么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艺术。我们经常会讨论

艺术，讨论各种艺术形式但很少去讨论什么是中国目前需要的艺术，什么样的艺

术形态能够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。

未完成的现代性

从当代艺术所走过的历程和结果来看，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中国的问题，主要是

因为当代艺术从开始之时就以西方最前卫的观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，这并不是不

可以，但忽略了一点就是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的变更，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

思想背景，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条件下，为适应审美需要的变

化而进行的一场客观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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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这点著名学者沈语冰在其文章《我为什么要批评后现代主义》中表

示：“西方‘历史前卫艺术’的合理因素在于：他们的反形式与反艺术是建立在

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。这样，前卫

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。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

下，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，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各别事件之外，不可

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效应。曾几何时，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

化、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、乡土化与社群化的‘后工业社

会’的美梦，然而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：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

化进程、市场法则、理性化管理、程序合理性、法治原则，乃至于统治的合法性

基础，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！”
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的中国还处在现代性的阶段，“用哈贝马斯的话来

说：‘我们仍然是与首次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那种美学现代性同时代的

人’。”（《荣剑：重返现代：社会转型时代的艺术转型》)而我们不顾事实的跳

过了这一阶段，也难怪艺术家在面临艺术问题时会常常感到无力，而普通大众在

面对艺术时会迷茫。文化学者王岳川也有同样的感慨：“吊诡的是，艺术家运用

后现代反文化的形式，表达的却是自己的中国现代性经验。于是，观念错位使当

代艺术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走向‘反文化’，在丧失价值底线中‘反价值’，进

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。”（《超越现代性弊端提升中国艺术原创

力》）

现实主义一种客观选择

那么在目前的阶段如何解决艺术所面临的问题，现实主义艺术或许可以胜任，

因为现实主义是西方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渡阶段，也是西方现代艺术的开始阶

段，而现代主义艺术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呈现和反映，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

灾难的揭露、批判，它不会肯定现实，更不是歌颂现实。另外，现实主义一直伴

随着中国的现代性诉求而发展，从清末开始到“五四”的文化启蒙再到革命年代

一直延续到当代，不管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革命而艺术，它是一条没有断裂的

文脉。还有，现实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，文艺复兴开启

了西方的思想启蒙源头，解放了人性，恢复了理性、尊严和思索的价值，这些是

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价值取向。

但现实主义的这种原始动因在传到东方尤其是中国之后，就变成了它所反叛的

东西，一种新的古典主义。在批评家王林看来：“中国艺术界关于现实主义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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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，首先是区别现实和写实的问题。殊不知写实原本属于古典艺术范畴，而现实

主义则是在写实绘画的基础上置入了新的艺术观念，乃是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过

渡的革命性变化。”

怎么有别于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经验，怎么有别于西方的现实主义的经验，怎

么来形成中国在今天独特文化里所呈现的文化姿态？这就要回溯现实主义在中国

的历史，现实主义是从苏联传入中国的，在苏联时期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还有一

种叫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，来到中国后也沿用这样的叫法，但却更加具有中国

特色。中国现实主义大致经过了反映底层生活——反映正面生活——歌颂光明

——极端化讴歌——拨乱反正的过程等几个阶段，对于这几个阶段批评家徐虹介

绍到：“现实主义进入中国经历了不同阶段——20世纪初、20世纪50年代、文革

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。20世纪前期，当时的社会气氛要求艺术家关注民主、关

注现实，希望中国社会往公正和民主方向发展，而艺术家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，

描写灾难和战乱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混乱，描写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，都成为那个

时代‘现实主义艺术’的主要特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出于政治斗争和

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，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到‘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

义的结合’，要表现工农兵，突出领袖和政党的丰功伟绩，并对社会生活作歌颂

性描述。在形式上，从通俗的写实逐渐发展到‘红光亮’，这就成为那个时

期‘现实主义艺术’的特色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对于文革的反思开

始，艺术家开始面向真实的人性和人情，面向真实的社会现实。”真正具有意义

的现实主义诞生于这一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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